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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受去年同期基数较低影响，11 月

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涨幅

有所扩大。 据国家统计局 9 日发布的数据，

11 月份，CPI 同比上涨 2.3%，涨幅比上月扩

大 0.8 个百分点， 但环比涨幅较上月回落

0.3 个百分点， 国内物价总体保持平稳运行

态势。

从同比来看，11 月份 CPI“篮子”商品

价格涨幅大多有所扩大。 其中，食品价格同

比由上月下降 2.4%转为上涨 1.6%。 食品

中，鲜菜、鸡蛋、淡水鱼和食用植物油等价格

涨幅均超 9%， 其中鸡蛋价格同比涨幅达

20.1%。

值得注意的是， 受季节性消费需求增长

及短期肥猪供给偏紧等因素影响，占 CPI 较

大权重的猪肉价格出现明显反弹，11 月猪肉

价格同比下降 32.7%， 降幅比上月收窄 11.3

个百分点；环比由上月下降转为上涨 12.2%。

“受局部地区降温暴雪等不利天气影

响，入冬以来鲜活农副产品生产、运输成本有

所上升，叠加接近年底节日消费备货采购，食

品需求季节性增加，蔬菜、水果、猪肉等价格

均出现不同程度上涨，带动 CPI涨幅扩大。”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综合形势室主任郭丽岩

分析。

不过，从环比来看，前期社会关注的鲜菜

价格出现明显回落。 随着各地多措并举保障

“菜篮子”供应，蔬菜上市量逐渐增加，11 月

份鲜菜价格环比涨幅较上月大幅回落 9.8 个

百分点。

记者从中国蔬菜之乡山东寿光地利农产

品物流园了解到，有着蔬菜价格“晴雨表”之

称的中国蔬菜价格指数已连续下跌 3 周，近

期蔬菜价格整体处于下跌走势。

寿光地利农产品物流园中国蔬菜价格指

数分析员何晓杰说，据气象部门预测，近期部

分北方地区将有一次降雪过程， 但这对现阶

段山东、云南等蔬菜主产区影响较小，且南方

菜将进入集中上市期，市场货源会逐渐充足，

短期内蔬菜价格上涨的可能性不大， 将维持

小幅下跌走势。

统计数据显示， 自 10 月份以来，CPI 同

比涨幅持续扩大。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

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王立坤建议， 当前要继

续加强重要民生商品保供稳价力度， 加快健

全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的联

动机制，保障困难群体基本生活。

与 CPI同比涨幅扩大不同，11 月份全国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同比涨幅比

上月回落 0.6 个百分点， 这表明连月来的煤

炭、 金属等能源和原材料价格快速上涨势头

初步得到遏制。

具体来看，11 月份，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价格同比涨幅回落 14.9 个百分点，黑色金属

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价格同比涨幅回落 8.9 个

百分点，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价格同

比涨幅回落 3.0个百分点。

从环比来看， 部分主要行业价格均出现

明显下降。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高级统计师董

莉娟介绍， 多部门联动遏制煤炭价格非理性

上涨，煤炭产量和市场供应量持续增加，煤炭

开采和洗选业价格由上月环比上涨 20.1%转

为下降 4.9%； 金属行业保供稳价效果显现，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价格由上月环比

上涨 3.5%转为下降 4.8%。

业内人士分析， 虽然 11 月份部分主要

行业价格出现回落，但同比涨幅仍较高，且石

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燃气生产和供应业、食品

制造业等行业价格涨幅扩大， 当前仍需加强

大宗商品价格监测， 持续发力大宗商品保供

稳价。

“当前，家装等多个行业价格已明显上

涨， 大宗商品价格向部分终端消费品价格传

导的趋势或将延续，对此，要采取针对性措施

加强经济运行调节，引入成本共担机制，加大

对下游中小微企业扶持力度， 进一步缓解大

宗商品价格传导压力。 ”王立坤说。

近期，全球通胀压力上升。在经济全球化

背景下，全球通胀压力持续，是否会影响到我

国物价运行？

郭丽岩分析，展望今后一段时间，我国粮

食生产再获丰收， 连续 7 年保持在 1.3 万亿

斤以上，蔬菜、猪肉等鲜活农副产品市场供应

充足、产销衔接畅通，居民消费领域商品和服

务供给总体充裕，国内 CPI 保持平稳运行具

有坚实基础。 随着各项保供稳价措施逐步落

地，多数工业品价格可能趋于回落，预计后期

PPI涨幅有望总体延续回落态势。

“随着跨周期宏观调控各项举措精准到

位，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效果持续释放，经

济工作协调性进一步增强， 国民经济供需循

环、产业循环、市场循环进一步畅通，稳定物

价总水平的基础将更加牢靠， 全年物价预期

目标能够顺利实现。 ”郭丽岩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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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 9 日发布数据，主要受去年

同期基数较低影响，11 月份， 全国居民消费

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 2.3%，涨幅比上月

扩大 0.8 个百分点；环比上涨 0.4%，涨幅比

上月回落 0.3个百分点。

统计数据显示，11 月份， 食品价格同比

由上月下降 2.4%转为上涨 1.6%， 其中猪肉

价格下降 32.7%，降幅比上月收窄 11.3 个百

分点；鲜菜价格上涨 30.6%，涨幅比上月扩大

14.7 个百分点；鸡蛋、淡水鱼和食用植物油

价格分别上涨 20.1%、18.0%和 9.7%。

11 月份，非食品价格同比上涨 2.5%，涨

幅比上月扩大 0.1个百分点。非食品中，工业

消费品价格上涨 3.9%，涨幅扩大 0.1 个百分

点， 其中汽油和柴油价格分别上涨 36.7%和

40.6%，涨幅继续扩大；服务价格上涨 1.5%，

涨幅比上月扩大 0.1个百分点。

从环比看，受季节性因素、成本上涨及疫

情等影响，CPI 上涨 0.4%， 涨幅比上月回落

0.3 个百分点。 其中， 食品价格环比上涨

2.4%， 涨幅比上月扩大 0.7 个百分点。 食品

中， 受季节性消费需求增长及短期肥猪供给

偏紧等因素影响， 猪肉价格由降转涨， 上涨

12.2%；随着蔬菜上市量逐渐增加，多地鲜菜

价格涨幅比上月大幅回落 9.8个百分点。

据测算，11 月份，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

的核心 CPI同比上涨 1.2%，涨幅比上月回落

0.1个百分点。

当天发布的数据还显示，11 月份， 随着

保供稳价政策落实力度不断加大，煤炭、金属

等能源和原材料价格快速上涨势头初步得到

遏制， 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

涨幅有所回落。 11 月份，PPI 同比上涨

12.9%，涨幅比上月回落 0.6个百分点。

    20 年 前 ， 中 国 加 入 世 界 贸 易 组 织

（WTO）， 由此开启了 WTO 舞台上波澜壮

阔的中国篇章。

20 年间，一个大国实现华丽转身，变得

更加成熟与开放，极大增益多元繁荣的世界

经济格局。

20 年开放大潮奔涌，中国积极融入世界

市场海洋，创造发展奇迹的同时，展现出非

凡的发展智慧和气量，为世界贡献了深刻的

发展启示。

入世 20 年，中国告诉世界，发展是硬道

理，开放是制胜术。

中国入世历程表明，发展与开放相伴相

生，相辅相成，彼此成就。

这 20 年间， 中国经济总量从世界第六

位上升到第二位，货物贸易从世界第六位上

升到第一位，服务贸易从世界第十一位上升

到第二位，对外直接投资从世界第二十六位

上升到第一位……

得益于更宽领域、更大范围的市场准入

和开放，中国深度嵌入全球价值链，更多中

国企业突破旧的藩篱，独立参与国际贸易与

投资， 更多境外企业得以进入经济新域，在

中国市场大展宏图。

正如法国前总理拉法兰所言，中国入世

20 年已经证明，中国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上取

得了长足进步，扩大开放最终推动了中国的

快速发展。

而快速发展，让中国有条件在更高起点

上进一步扩大开放， 推动拓展多边经贸网

络，促进中外资源高效配置，让万千中外市

场主体得以借助 WTO 等多边舞台，展现耀

眼的创造活力和企业家精神。

入世 20 年，中国告诉世界，效率源自市

场竞争，公平有赖政策制衡。

中国积极运用再分配等政策工具，妥善

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使入世红利更多惠

及普通民众和小微企业， 有效对冲分化挑

战。

通过产业扶贫等策略，中国巧妙将入世

红利转化为减贫成就。 英国常驻世贸组织和

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大使西蒙·曼利认为，

贸易增长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

帮助数百万人摆脱贫困。

美国巴德学院高级研究员彭润年说，中

国在经济治理等方面把人民放在首位的政

策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功。 通过抑制垄断和

投机行为、提振对小企业的支持并推动低碳

化，中国正在为稳定、包容和共同富裕创造

长期基础。

“中国树立的榜样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了

希望。 ”他说。

入世 20 年，中国告诉世界，保护主义没

有出路，开放自强方得始终。

中国是多边贸易机制的受益者，但绝非

“躺赢者”。从狼来了，到与狼共舞。从下海呛

水，到挺立潮头。 中国入世 20 年，就是一个

无惧挫折，在游泳中学会游泳的过程。

入世之初，中国在法律法规调整、落后

产能淘汰、机构改革、外贸管理体制变革等

领域面临重压。 对此，中国没有怨天尤人，封

闭内顾，而是锐意革新，直面挑战，主动与世

界接轨。

如今，在保护主义抬头之际，中国以世

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

秩序的维护者身份， 高扬多边主义旗帜，向

国际社会持续贡献中国红利、 中国机遇、中

国方案，成为世界贸易的增长引擎和活力之

源，为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释放正能量。

作为 21 世纪最重要的经济事件之一，

中国入世所承载的开放、自强、包容精神，将

焕发持久光芒，启迪人类以更开阔的心胸和

眼界，合力应对各种发展难题，开辟合作共

赢、开放包容的新未来。 （据新华社报道）

中国入世 20年的世界启示

【财经观点】

11月 CPI同比上涨 2.3%

CPI、PPI同比涨幅“一升一降”

未来物价走势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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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份， 随着保供稳价政策落实力度

不断加大，煤炭、金属等能源和原材料

价格快速上涨势头初步得到遏制。


